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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三年投入 1.7亿元
支持 330所乡镇学校灾后重建

当创新青年走进和美乡村———

“公益未来”用实践助力大学生就业发展

12月 8日，以“益校同行，安
全相伴”为主题的“益校计划”项

目总结会在北京房山区夏村小

学举办。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中

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北京字节跳

动公益基金会等相关人士出席

活动并发言。

据悉，“益校计划”由北京字

节跳动公益基金会、中国教育发

展基金会于 2021 年联合发起，
是重大自然灾害后支持灾后重

建和素养教育的专项公益项目，

3年来已累计投入资金 17040万
元，支持了 330所乡镇学校的灾
后重建工作。2023年暑期，超强
台风“杜苏芮”造成京津冀闽地

区多所学校受灾，“益校计划”及

时响应，总计投入 6000万元，其
中 4588万元用于支持北京门头
沟、房山、昌平、怀柔 4 区共 24
所学校进行灾后恢复重建。

本次活动所在地夏村小学

是接受捐助修缮的代表学校之

一。据夏村小学许淼老师介绍，7
月洪水肆虐时，该校成为附近区

域受灾最重的学校。为保障学生

在 9月 1日平安开学，短短一个
月间，经历重创的夏村小学在社

会各界支持下完成了救灾和修

缮。“孩子们按时开学了。教室是

新的，桌椅是新的，多媒体是新

的，一切都是新的。”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王建光在发言中介绍，在今年京

津冀闽暴雨灾情中，中国教育发

展基金会启动了应急救灾工作机

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支持援助。

其中“益校计划”通过建立“企业+
基金会+政府+灾区”协同工作机
制，在北京市教委、各区教委等单

位的大力支持下，精准对接、快速

落地，有效助力受灾学校新学期

顺利开学、平安开学。

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

副秘书长秦楠在活动中阐释了

“益校计划”的资助理念和成果。

她表示，项目秉承“精准务实、快

速响应、着眼未来”的理念，从

2021年起已累计响应救灾四次，
支持 330 所乡镇学校进行灾后

重建工作，捐建 144 间“益童美
好空间”教室，为 20所学校提供
了安全教育课程。

活动中，“益校计划”京津冀

闽专项最后一期安全教育训练

营也在现场落地。据了解，今年 7
月底 8 月初的强降雨灾害发生
后，北京字节跳动公益基金会宣

布捐赠 1亿元，为京津冀闽等受
灾严重的地区提供紧急救援。作

为该笔捐赠中的重要项目，“益

校计划”除重点资助夏村小学等

受损严重的学校开展大规模修

缮外，还通过线上线下安全教育

活动等，支持学校完善防灾备灾

工作。

事实上，这并不是“益校计

划”的第一次行动。“益校计划”源

起于 2021年 7月，重点帮助河南
暴雨中因灾受损的乡镇学校修缮

和重建，资助不幸遇难或受伤的

师生，是国内首个关注河南灾区

校园重建方向的公益计划。

在灾后重建方面，数据显示，

截至 2023年 8月，“益校计划”已

在 2021年 7月河南水灾、2021年
10月山西水灾、2022年 9月四川
泸定地震及 2023年京津冀闽水
灾发生后响应救灾四次，累计投

入资金超 17040万元。
在防灾教育方面，“益校计

划”通过与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

会第一反应的公益项目“少年急

救官”合作，在房山区、门头沟区

的 20所学校开展了线上安全教
育课和线下安全训练营活动，配

置了 200个少年急救官应急包，
为约 2000名学生提供了安全教
育服务，帮助学生培育风险识别

和自救互救能力，助力学校安全

教育水平提升。

“益校计划”项目相关负责人

表示，未来希望与受助学校建立长

期联系，为学校匹配合适的资源，

积极探索出社会力量参与应急救

援、支持灾后重建及关注受灾学校

长期发展的长效模式。 （皮磊）

“增加知识的同时，更及
时发现了自已的不

足”，“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有了更
清晰的规划”，“对未来的就业方
面有了更充分的认识”……这是
众多同学参加大学生就业力实
践项目总结会后在收获板上的
真挚留言。

近期，“2023 公益未来·大学
生就业力实践项目总结会”在京
落下帷幕。 全国各地大学生团队
在此完成乡村实践项目汇报，内
容覆盖科技助农、 产业发展、教
育发展、文化旅游、非遗文化、健
康助老领域，充分展现了当代青
年在公益内驱力下以身躬行、砥
砺前进的时代风貌。

课程+实践
双向支持赋能就业发展

据了解，该项目是由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与花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于 2023年合作开
展，针对高校大学生就业综合能

力不足现状推出的大学生就业

力实践项目———主要分为就业

力课程培训和就业力实践活动

两大板块。

来自天津天狮学院的席健

美在初期就已关注到此项目并

积极申报。通过微信小程序课程

平台，她从就业力公开课上了解

了简历撰写及修改、面试技巧等

实用内容，初步规划了职业方

向，这对于面临求职季的同学无

疑是不小的收获。

至于实践内容，项目鼓励学

生以组队方式参与“一村一事”

乡村实践活动，助力乡村振兴。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王鹏表示，“乡村振兴作为一个

涉及乡村全方位建设的系统工

程，需要各方面人才的支持，广

阔乡村，大有可为。”

回顾今年进展，项目已为 26
所高校的大学生提供了就业力

实践公开课和社会实践锻炼机

会，帮助大学生获得更好的就业

适应力和就业竞争力，推动大学

生好就业，就好业。

专业创新
产学结合走进和美乡村

今年暑期，项目组织了 260
支大学生团队走进乡村，围绕乡

村议题设计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振

兴的项目方案，并开展乡村实践

活动。经过校内实践成果评比，最

终 26支实践队来到总结会现场，
分享他们的乡村实践成果。

石河子大学团队聚焦棉花

智慧生产技术中亟待解决的关

键问题，开展科学研究与社会服

务，为团场提供“棉花智慧生产”

战略咨询报告，推动了新疆棉花

产业发展，将科技助农内涵尽数

诠释。

席健美所在的天津天狮学院

团队关注乡村产业发展，运用电

商帮助销售当地奶制品并宣传当

地奶源奶制品文化，切实促进了

当地乡村产业升级及当地村民就

业，增加牧区养殖户收入。该实践

项目打造的完整奶制品供应链得

到评审团队一致肯定，最终获得

本次汇报总结第一名。

中国海洋大学团队项目选址

位于校区附近的琅琊台村，依托

当地丰富旅游资源带动花馍这一

胶州特产销售。经实地调查后发

现，该地的花馍产业发展较为缓

慢，形式多为传统作坊，产量无法

满足实际需求；花馍的制作流程

中缺乏统一管理与专业指导，在

样式造型和口味上仍未跳出旧有

框架。整体来看，花馍在品控和销

售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团队立足食品专业优势，围

绕花馍在产品、生产、销售三个

层面建成了完整的解决方案：通

过新的发酵技术让产品在口感

品质得到实际改良，设计新式花

馍来满足当下的多样需求，并让

花馍的保质期得到延长以减少

运输损耗，扩大了销售半径。

谈及本次活动收获，团队指

导教师李臣表示，同学们不仅得

到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成果

的乐趣，也意识到团队合作和沟

通协调的重要性，更在走访乡村

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了琅玡台村
的独特文化生活方式，滋生出浓

郁的乡土情节和对“三农”议题

的高度价值认同。

跨界交流
企业联动助力职业规划

2023公益未来·花旗大学生
就业力实践项目创新性地联合

了科技、农业、互联网、美妆、食

品快消、潮玩文创、新能源等不

同领域企业，探索出了“捐赠支

持方+高校+雇主品牌+第三方
就业平台”的多方参与模式，为

大学生提供赋能培训与实习体

验机会，有力促进了人才建设。

围绕职场经验分享交流，本

次总结会还举办了由花旗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员工志愿者参

与的朋辈交流、职业规划工作

坊。项目邀请到同方智慧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王世翔与北京职慧公益创业发

展中心创始人梁旻，为同学们开
展赋能培训，并对简历制作、面

试技巧等大家普遍关心的实战

技能提升方法进行专业辅导。来

自湖南师范大学的王友钊表示，

“提前做的人格测试和职业规

划，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大学生更

好地了解了未来就业发展。”

同时，项目也安排了企业参

访等活动，为同学们提供真实企

业职场环境、与大厂人员面对面

沟通，促使其对职场有更直观的

感受和体验，获得更好的职业发

展路径。

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行长刘湄表示，“今年项目

的创新让同学们在不同场景下得

到多维度的就业能力提升，帮助

他们顺利从校园过渡到社会，并

能够在未来可持续发展。”

公益未来
让公益青年建设美好未来

高校是推进乡村振兴的“蓄

水池”和“助推器”，也是培养乡村

振兴人才的重要主体。中国乡村

发展基金会自 2013年发起公益
未来青年项目并持续发力，通过

整合社会资源，支持高校公益社

团发展，带动大学生参与公益，鼓

励青年人用创新的方法在城市社

区和乡村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助

力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使其成

为富有创造力、团队协作能力和

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青年。

此次大学生就业力实践项

目在 26所合作高校中招募乡村
实践队伍 527支，并对其中 260
支予以实践经费支持，超过 6000
名大学生直接受益。 （武胜男）

2023 公益未来·大学生就业力实践项目总结会

“益校计划”项目总结会活动现场


